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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进奏院”与《开元杂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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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进奏院”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。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

联络机构，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。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

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、军界大事，包括官员的任免、军事快报、皇帝行踪等，向本地区的首

脑人员汇报，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。 

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。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，才开始

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。唐代宗大历年间（公元766—779年），由于藩镇逐渐强

大，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，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，因此正式改名为“进奏院”。这名称

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“进奏”本地情况，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

报。到唐朝后期，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。 

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。最高时，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，即副宰相的级别。

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，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。 

进奏院的出现，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，这就是《开元杂报》。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

我国第一份报纸。《开元杂报》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，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。内容包括从

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、政治情报。不定期出版，每期单张，字数不多，大体上每行15字，

每页13行，一律楷书大字，有界栏而无中缝。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，这份报纸还比较

原始。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，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，所以

遗留于世极稀。盛唐时的《杂报》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。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

条，其内容有：“某日皇帝亲耕藉田”，“某日百僚行大射礼”，“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（跟从皇

帝）封禅”，“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（在朝廷上争论）”等等。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

日要闻。可惜的是，自孙樵后，人们就很难见到了。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《读开元杂报》一

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。 

但是，从进奏院的机构和《开元杂报》的问世，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

展，了解到《杂报》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，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，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

事业的发达。 

 

文章管理：肖克 （共计 794 篇）     

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，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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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2000-2002年华人传播学…  

·2000-2002年华人传播学…  

·2001—2002年中国传播…  

·2001—2002年中国传播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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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 神话中的商纣“声光”通信 (2002-9-2) 

· 禅让时代的“喉舌之官” (2002-9-2) 

>>更多 

 

╣ “进奏院”与《开元杂报》 会员评论[共 2 篇] ╠

相关内容也可以看方汉奇老师的《新闻史的奇情壮彩》一书，有更详细的介绍 [lc1112于2003-9-10发

表] 

感谢肖克老师给我们提供这些难得的内容！ [CDDC于2002-9-3发表] 

 

╣ 我要评论 ╠

会员名：    密 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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